
2023年端午心得体会 端午粽心得体
会(优秀5篇)

当我们经历一段特殊的时刻，或者完成一项重要的任务时，
我们会通过反思和总结来获取心得体会。通过记录心得体会，
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自己，借鉴他人的经验，规划自己的未
来，为社会的进步做出贡献。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心得
体会范文大全，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
朋友。

端午心得体会篇一

端午节是中国传统的节日，也是中国人民的重要节日之一。
在这个节日里，人们会包粽子、赛龙舟、挂菖蒲、饮雄黄酒
等活动。在这些活动中，粽子是最具代表性的食物之一。每
逢端午节，我都会和家人一起包粽子，每一次都让我有了更
深的体会和新的心得。

第一段：粽子的起源和意义

粽子是端午节不可或缺的美食之一。相传，粽子起源于战国
时期的中国。当时，古代的伟大诗人屈原因忠义不被尊重而
投江自尽，为了不让鱼虾啃食屈原的尸体，人们将糯米包在
竹叶中，再用绳子系紧，扔进江中，以饭自食。因此粽子也
被称为“屈原粽”。屈原粽的包法至今未变，象征着对屈原
的缅怀和纪念。

第二段：包粽子的技巧和过程

包粽子是一种古老而有趣的手工制作过程。首先，准备好粽
子的原料，包括糯米、粽叶、岑枝、猪肉等。其次，将粽叶
浸泡在水中，使其变软。然后将糯米和剁碎的猪肉一起食用
油、盐、酱油等腌制，使其入味。接下来，将粽叶摊开，放



入适量的糯米和猪肉，用手包起来。最后，用细绳子系好，
放入锅中煮熟。经过一个耐心和细致的过程，一颗美味可口
的粽子就完成了。

第三段：包粽子的乐趣和美食享受

包粽子不仅仅是为了食物，更是一种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
在包粽子的过程中，人们可以感受到传统文化的气息，体验
到人与自然的亲密联系。此外，包粽子也是一项有趣的动手
工艺活动，可以增进亲子关系，增加家庭的互动和乐趣。而
最令人期待的是，当粽子煮好后，享受美食的时刻到来。一
口咬下，糯米的香甜，肉馅的鲜嫩，在口中融化，给人一种
独特的享受。

第四段：粽子的品种和口味

虽然粽子的制作原料基本相同，但由于地域、风味的不同，
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粽子品种。有北方的咸粽子，用糯米、红
枣、豆沙等为原料，口味咸中带甜；有南方的甜粽子，用糯
米、冰糖、沙参、桃仁等为原料，口味甜中带香；还有咸甜
口味相间的粽子，如粽子中夹杂着咸蛋黄和糯米，酸甜可口。
每个品种都有着自己独特的魅力，让人驻足品味。

第五段：粽子的放大和共享

粽子不仅仅是一种美食，更是一个文化符号，一种传统节日
特有的风景。人们在端午节的时候经常会包粽子，还会将粽
子赠送给亲朋好友作为礼物。通过共同制作、共同品尝，人
们可以感受到节日的氛围和欢乐，增进彼此的友谊和感情。
同时，粽子也成为了中国的一种文化名片，通过传播和推广，
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品尝到中国的美食文化。

总结：



端午粽心得体会，让我更加深入地了解和感受了粽子这一中
国传统美食的魅力。通过包粽子，我不仅品尝到了美味，也
领悟到了传统文化和情感的重要性。端午节，是我与家人共
同包粽子的时刻，也是我与朋友分享粽子的时刻。愿每个人
都能在端午节的时候，包一颗粽子，品味一份传统文化，倍
感快乐和幸福。

端午心得体会篇二

我一年里最喜欢过的节日就是端午节了。端午节又叫“端阳
节” “重五节”等，是农历的五月初五，俗称“端午
节”，“端”是“开端” “初”的意思。端午节是我国汉族
人民的传统节日。这一天必不可少的活动是：吃粽子赛龙舟
插艾草喝雄黄酒等。据说，吃粽子和赛龙舟是为了纪念屈原。

端午节一早，我刚睁开眼，就看到妈妈在门外忙着什么。过
去一看，原来妈妈在插艾草，餐桌上还摆着用艾草煮成的鸡
蛋和几个香喷喷的粽子。这时，我才想起今天是端午节。看
着煮的绿绿的鸡蛋和香喷喷的粽子，口水都忍不住要留下来，
几分钟，两个鸡蛋和一个粽子就没了影。

到了晚上，我们到爷爷家一起过端午。饭菜上完了，爷爷从
柜子里拿出一瓶像是药酒的什么东西，还要我们每人喝一口。
我问爷爷：“这是什么呀？”爷爷笑着说：“这是雄黄酒喝
了能避邪的。”我端过雄黄酒，喝了一口，感觉辣辣的，但
心里想着：“这样我就能避邪了，辣算什么。”

吃完饭，我们全家一起到大明湖去看龙舟。来到大明湖，发
现有许多人在湖边等着看龙舟比赛呢。我们找了一块“绝
佳”的观看场地，来观看龙舟赛。只见参赛的龙舟一字排开，
龙舟大约10米长，半米宽。龙舟上的人，有的在商量战术配
合，有的在做热身。岸上的观众都为哪条龙舟能夺冠猜测着。
我看中了一条绿色的龙舟，这条龙舟上的人都很健壮，热身
做的也很充分。正想着，比赛就要开始了。



站在船上的发令员一声枪响，几十条龙舟像蛟龙一样，在水
中穿行着。那条绿色的龙舟处于第五名，船上的击鼓手奋力
地呐喊着，激励船员们奋力前行。我也呐喊着，用全部的热
情我支持的龙舟加油。观众们也都紧握双手，期望自己支持
的龙舟夺冠。我呐喊着，为那条绿色龙舟加油。船员们仿佛
听到了我的加油，更加奋力地划着。只见绿色龙舟超越了另
外两支龙舟成为了第三，这时，他们又超越了一条龙舟。我
更加卖力的呐喊，希望他们能夺冠。绿色的龙舟已经于第一
名齐头并进了，这时距离终点还有50米，船员们奋力地划，
终于取得了第一名，这时绿色龙舟已经冲过了重点。“14号
龙舟是冠军”随着裁判员的宣布，全岸观众沸腾了。我也为
绿色龙舟的好表现欢呼。顿时，大明湖成了欢乐的海洋。

我恋恋不舍的离开了大明湖，端午节虽然过去了，但它留给
了我许多美好的记忆。

端午心得体会篇三

段一：引入端午粽节的背景和意义（200字）

端午粽节是中国传统的节日，也是中国的重要民俗节日之一。
每年农历五月初五，人们都会制作粽子，举行各种庆祝活动。
端午节起源于古代中国，最初是用来纪念古代的诗人屈原的。
屈原是中国古代的爱国诗人，他为了抗议国家的腐败，投江
自尽。为了避免鱼虾螃蟹吃掉屈原的遗体，人们就投放了许
多粽子进江河。后来，为了纪念屈原，人们就把五月初五定
为端午节，并且开始制作粽子。

段二：粽子的制作过程和分类（200字）

制作粽子有很多种方法和口味，不同地区的粽子有不同的特
色。首先，我们需要准备糯米和各种馅料，如肉类、豆沙、
红枣、蛋黄等。然后，把糯米浸泡一段时间，使其变得柔软。
接下来，将糯米用竹叶或者草席包裹起来，制作成三角形或



者长方形的形状，然后将馅料放入其中。最后，将粽子以线
或者竹篾绑紧，放入沸水中煮熟。

根据不同的馅料和包裹方式，粽子可以分为很多种类。有蜜
枣粽、豆沙粽、肉粽、咸粽和蛋黄肉粽等。每一种粽子都有
独特的口感和风味，适合不同人群的喜好。

段三：品尝端午粽的体会和感受（300字）

每年到了端午节，我都会迫不及待地品尝各种口味的粽子。
那香甜糯软的感觉，总能让我回味无穷。每当我咬上一口豆
沙粽，甜蜜的馅料在口中融化，与糯米的软糯相融合，仿佛
带给我一种温暖的满足感。而尝试咸粽的时候，咸香的肉类
和糯米的搭配，给我带来了一种鲜美的口感。

除了味道的享受，我还对制作粽子的过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在我小时候，我曾经和家人一起制作粽子，从起糯米到包馅
料，再到煮熟，这个过程充满了亲情和欢笑。而现在，即使
我不亲自制作粽子，但我也会去市场上选购一些喜欢的口味，
然后和家人一起笑谈人生，品尝着粽子带来的美味和温暖。

段四：端午粽在文化传承中的意义（300字）

端午粽节不仅仅是一个吃粽子的节日，更是一个传承中华文
化的重要节日。自古以来，人们就将吃粽子与纪念屈原和祭
祀祖先联系在一起。人们在端午节期间会举行龙舟赛、高抛
小球等各种活动，以及纳凉、解毒、扫旧迎新等习俗。这些
活动和习俗都凝聚着人们对家庭、传统和历史的情感。

通过端午节，人们不仅可以品尝美味的粽子，更可以感受中
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无论是制作粽子的传统工艺，还是
粽子所包含的丰富文化内涵，都是中华文化的瑰宝之一。正
是由于端午粽子的存在，才使得中国的传统文化得以传承和
发扬光大。



段五：总结端午粽的质朴和情感（200字）

端午粽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其质朴的口感
和丰富的文化内涵，深深地吸引着人们。无论是制作粽子的
过程，还是品尝粽子的滋味，都能唤起人们对亲情、友情和
传统文化的热爱和回忆。希望每年的端午节，我们都能够品
尝到美味的粽子，并且通过粽子的味道，感受到中国传统文
化的魅力和力量。

端午心得体会篇四

中国有很多的传统节日，如春节.元宵节.中秋节……可是我
最喜欢的还是端午节。那是因为在我家发生了一件快乐又感
动的事情。

爸妈结婚十几年了，妈妈一直跟着爸爸走南闯北吃了很多苦。
她从没有好好休息过，不管以前开商场，还是现在开小店。
妈妈从不抱怨天天呆在店里兢兢业业守着店，从不轻易把店
门关上。今天是端午节听说金山嘴有赛龙舟比赛。爸爸和我
商量着把妈妈带过去一起观看。可是我知道妈妈肯定不会去
的，这可怎么办呀?我灵机一动，每次学校和老师说有活动，
妈妈就会言听计从的`把店门关上。想到这里我一脸严肃的样
子对妈妈说：“妈，今天学校有活动让家长带着小朋友到金
山嘴观看赛龙舟比赛爸妈都要去。”妈妈抬起头半信半疑的
瞅着爸爸，爸爸使劲的点了点头。妈妈立刻拿起钥匙准备关
店门。我和爸爸开心的跳了起来连击了几掌。

我们开着车很快来到金山嘴，只见河边早已人山人海，比赛
就要开始了，每个运动员都摩拳擦掌，只听见“嘭”的一声
发令枪响了，每一条船都像箭一样冲了出去，在一旁观看得
人，大声地喊着加油!加油!脖子上的筋都爆了出来兴奋得好
像自己在比赛一样。岸上的人越来越多，妈妈也看地很开心。
我和爸爸大声得叫着：“红队加油.红队加油。”突然，听到
一个熟悉的声音:“颜颜，你们班的老师和同学怎么还没



来?”妈妈轻声的问，我面红耳赤的对妈妈说：“妈妈，你太
辛苦了从来不出去玩每天要么进货.要么守店.还要每天接我
上下学。我和爸爸商量了一下就撒了一个小谎，就想把您带
出来玩一玩。”这时，爸爸从车子后背箱里拿出了香喷喷的
粽子，对妈妈说：“老婆，你辛苦了，端午节快乐。”只见
妈妈热泪盈眶，紧紧地搂着我大声地说:“加油.加油。”我
们开心的叫着喊着，为我们喜欢的队加油助威。

那是一个既快乐又特殊的端午节。至今让我难以忘记。

端午心得体会篇五

临近期末了，在一学期的学习生活中，很多要忙着做的事接
二连三的出现了，驾校考试、英语四级、郁闷的专业期末考
试等等一序列的事情等着自己去忙碌，但是当一个川大的老
乡叫我们一起下乡去搞调查的时候，我没有丝毫的忧郁，在
端午放假的三天时间里，我跨上行李和川大的师兄师姐们奔
向了乡村的路途。

不为别的，只是为了前进的地方是农村，只为了锻炼自己，
只为了能够看到不同的地方和自己家乡的区别，虽然耽误了
三天的学习时间，在这三天的调查中也做得很累，但是我没
有后悔，相反我倒是觉得他人我看到了农村不一样生活、不
一样的方式，不一样的风土人。同时还历练了自己。

这次的调查主要是有成都市民意调查中心负责，我们一共
的107人参加，早上由川大校车负责把我们送到成都市大邑县
县城中心，然后在大邑县车站我们每一个乡镇分为一个组，
我们的小组的16个人，我们到的乡镇的悦来镇，到了悦来镇
我们统一找好了住处，又按照每一个存两个人一组的分配，
第一天的时间里我和川大的一位研一的师姐负责调查朝阳存
村其中的九个小组。我们一共被交代的任务是要完成63份问
卷，但是我们只完成了43份，第二天我们都是单独行动，我
自己完成了第一天剩余在朝阳村没有完成的20份等到中午转



移到另外一个叫龙泉存的地方调查了8份，两天的任务就是这
么多，看似很少，但确实是真的很累。

虽然如此，但是感悟还是蛮多的，在调查的过程中还是出现
了很多让人很感动，也让人很心酸的地方，在第一天在村公
路边调查到一位五十多岁的大伯的时候，在最后的调查结束
我问了他能不能记一个电话号码的时候，他说，"我家里有电
话，但是记不起来了，你等我一下，我回去给你拿来"过了不
久，大伯从家里数来告诉了我电话号码，这让我很感动的是
大伯他人太好了，让我感受到乡村农民朴实的热忱。同时人
我感觉心酸的是大伯连自己家里的电话号码都要回去翻一下
才知道，让我感觉到现在很多农村的村民的生活的确很可怜。

在调查一家农户的时候，一位也是60多岁的婆婆接受了我的
调查，我明显的感觉到这为婆婆说的都不是我索要调查的内
容，我只好慢慢的引导（她让她把我索要问的问题回答出来，
好不容易把问卷上的内容问完的时候，时间已经很晚了，我
只好跟婆婆说我要走了，但是这位婆婆一直坚持要把我留在
她家里吃晚饭，一边留我吃饭的同时，一边和我说了很多关
于他家里土地怎么怎么收到不公平的待遇，村干部对他们家
又是怎么怎么的不好了很多抱怨的话，我感觉得到她把我当
成了为家主持公道的人了，但是事实上我也只是为别人做的
一个调查罢了，听到婆婆的话，我也很无奈，因为我并不能
为他们改变什么。感觉真的也很无助。时间始终还是有限，
我好不容易但说服婆婆说要走了，当走出他家前面的公路上，
正好遇到搭档正在调查以为残疾的叔叔，那为婆婆不久也跟
着出来，还是要叫我们一起到他家去吃饭，最后有另外两个
搭档叫好了回镇上的车，叫我们赶紧回去了，才和把那位婆
婆说服回去了。

调查的仍旧进行中，两天的调查结果，让我听到的最多的一
句话是，上面的政策是好的，主要就是下面的村干部把上面
下拨的款项全部吃了，存上的很多事情他们也不知道，这就
出现很多村民不信任村干部的现象，他们对村干部的评价很



极端，大胆的直接就说不满意，不是很大胆的也就是支支吾
吾的说了出勉强满意，但是我知道在他们的心里还是不满意
的。那这样的结果是不是就代表村干部真的就想他们说的那
样呢？我看也并不能这样说，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在调查
到一个小组时，我们在村民很多家的门上或者墙上都看到了
很多关于村干部的宣传资料文件，但是在调查中问他们的才
村干部有没有上们做过一些宣传，但是他们都说没有，据我
的分析，他们说没有这样的话，有几个原因：第一，他们根
本就不关心村上事务，也不了解很多关于村干部所作的事情，
第二、就是很多村民根本就是不懂文化的，即使把宣传资料
贴袋他家门上他们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第三才应该是村干
部们作的的确不是很到位，但是再怎么说他们还是做了。而
村民却始终说没有，这样要是按照村民的回答在说，似乎对
村干部们实在是太不公平了一点，这又让我想到大学做村官
的确是很不容易的，面临那么多没有文化水平的村民，怎么
样做好一个村官还真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调查累了，顺便找个地方坐下来休息，慢慢的品味了乡村的
一草一木，看着他们每家每户都修通了公路，他们村里的环
境也是如此的优雅，这样想来他们的生活又是幸福的。和自
己的家乡比起来，我们也许需要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
的时间也不一定能够达到他们的水平。我只想说他们是幸福
的。

端午节的下午四点，我们小组集中回到了镇上整理一下资料，
我们一组人做车回到大邑县县城，负责此次调查的公司请大
家吃了晚餐，我们坐上了川大的小吃回到了学校。

此次调查，不仅让我了解了农村风土人情的同时，还认识了
很多川大的朋友，尤其是和自己一个小组活波可爱的搭档李
媛师姐，还有我们热诚的领队队长李敏南老师，同时也了解
到自己所在的学校和川大的区别，从一个小小的同学之间的
称呼都能够看出来一个学校的等级。他们同学之间的称呼是
用师兄师姐和师弟师妹，而我们的学校最多也就是学长学姐



和学弟学妹，一个名称的称呼就感觉得出两个个学校之间的
差距是如此之大。

这样的经历将会深深的记在我的记忆之中，相信在很多年以
后的我还是清晰的记得这样的回忆。


